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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修改，国有独资公司何去何从(张晓涛；10月26日)

文章作者：张晓涛

  我国《公司法》1993年颁布时，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条款是作为单独章节出现的。此后在1999年的《公司法》修正中也未作改动。

如果说1993年《公司法》对“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需要，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依据，而1999年国有企业正处于

改制的重要时期，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作为单独章节而存在尚情有可原。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

高，到今天我国《公司法》中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则显得格格不入了。 

    目前，有关《公司法》的修改工作正在进行，期间各界对于“国有独资公司”这部分规定的争议颇为激烈，分歧很大：一种意见强烈地

认为应该将现行《公司法》中单列的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的部分予以保留，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删除。那么，国有独资公司该何去何从

呢？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才刚刚起步，现行《公司法》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经济背景下通过的。正

因如此，现行《公司法》带有很鲜明的经济转型时期的烙印，其典型就是《公司法》设立了国有独资公司的制度，并作为单独章节而存在。

当时设立这章节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依据，如今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制度当时确实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但正是

这种制度的存在，使得《公司法》本应体现出的公平、自由的立法理念大打折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公司法》重视为国有企业改制服务，未能公平地对待所有企业，给人以所有制歧视的感觉。 

  第二，政府对国有独资公司的干预过多，未能充分体现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精神。 

  第三，国有独资公司还受到国家政策、法律的许多特殊对待，享有许多优惠。例如，根据《公司法》第159条的规定，国有独资的有限

责任公司可以发行债券，但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则不能发行债券。 

    诸如此类的规定使得根据同一《公司法》设立的各种类型的公司受到差别待遇。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中国加入WTO，国有独

资公司存在的意义已经不大，因为： 

  首先，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除垄断行业外，国有独资公司的不可替代地位已不复存在。市场准入的逐步开放，外资和民营企业大举

进入更多领域，国有资本独占各个行业和领域并受到政府保护的局面已经消失。 

  其次，政府职能的重点应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与国有独资公司的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为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目标，政府就必须改变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不同政策的做法，为各类型的公司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对国有独资公司特别照

顾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公司法》“建立自由、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立法宗旨。 

  第三，中国加入WTO后，企业竞争进一步国际化。而在政府特别优待下成长的国有独资公司，由于长期达不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缺乏

国际竞争力，从而在国际市场中无法立足，最终无法避免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所以，主张“保留”的意见尽管是考虑到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但是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是仅仅依靠国有独资公司制度就能解决，况且这条

途径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已经无法发挥其原有的作用。 

  但是，完全去掉单列的“国有独资公司”部分也不是可行之举，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根据现行《公司法》第64条的规定，国有

独资公司是指一种国家所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应当采取国有独资公司形

式。此条规定明确了生产特殊产品的国有企业以及属于特定行业的国有企业（以下简称“两特”企业）应采取国有独资公司形式。“两特”企业

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在这些行业和领域中保持国有资本的绝对控制力，而国有独资公司正是适应这

一要求的，因此在这些特殊的行业和领域保留国有独资公司是非常必要的。而“两特”企业之外的国有独资公司正如前文所述，存在的意义已

经不大。如果完全去掉“国有独资公司”部分，这些“两特”企业将会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而且自1993年《公司法》实行以来，已成立或改制

为国有独资公司的数量不少于千家，这些公司又将如何发展？是沿用国有独资公司制度，还是再进一步改革？ 

  所以，激进地呼吁去掉单列的“国有独资公司”部分并不明智。那么，正值《公司法》修改之际，“国有独资公司”何去何从呢？笔者以

为： 

  第一，《公司法》修改中对于“国有独资公司”部分不需要“一刀切”，只要将“两特”企业的国有独资公司形式保留即可，不必单独成为一

节。如果可以的话，将其与之后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合并成一节，同时淡化“国有独资公司”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这

也进一步体现出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理念，不因所有制不同而差别对待。 

  第二，鉴于国有独资公司将来只限于“两特”企业，那么原本国有独资公司享有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应逐渐取消。国家可以通过

集中国有资本投入这些行业，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律，正确有效地运行国有资本，发挥民间资本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限期对“两特”之外的国有独资公司进行改制，使其成为股东多元化的公司。对此种企业，政府不再实行优惠或施以过多的控制，

真正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此次《公司法》修改的目的在于制定一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司法》，为各种经济成分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提供公平的法

律保护机制，所以在对待“国有独资公司”的去留问题上不应保守，需以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为取向。 



文章出处：《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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